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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力
变 绿 色 为 效 益 ，让 好 资

源转化成好产业，昔日“空心
村”而今人气旺

一场小雨过后，黄连溪村的 7000 多

亩茶园愈显青翠，一行行修剪整齐的茶

树层层叠叠，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兰远

斌来到自家茶园，将颗粒状的茶叶专用

肥均匀地撒在一排排茶树间。

“雨天施肥，更有利于肥料吸收。”

兰远斌说，最忙的采茶季已过去，夏季

主要开展施肥、除草等日常管护。

3 个月前，这里是一派忙采春茶的

景象。

清晨 6 时，茶农就赶到雾气缭绕的

山 间 。 他 们 腰 挎 茶 篓 ，十 指 翻 飞 采 茶

忙。“眼要尖，手要快，捏住尖，直接摘。”

56 岁的茶农兰远东在茬茬新绿之间忙

碌，娴熟地采摘芽叶，一捏一提，鲜嫩的

茶芽便滑入茶篓。

“早采三天是宝，迟采三天是草。”

兰远斌一大早开上三轮车，带着父母也

赶来采茶。从早忙到晚，一天下来能采

70 斤鲜叶，最高净赚 6000 多元。

采下的鲜叶需要连夜加工，以保证

新鲜和口感。黄连溪的夜晚和白天一

样热闹，19 家茶叶加工厂通宵达旦、机

器不停。

凌晨 3时，48岁的村民邹勇就起床在

自家的茶厂里忙活，将鲜叶制成毛茶。早

上 5 时 30 分，妻子陈云开着货车，将昨夜

刚加工的 2000斤茶叶拉到 20多公里外的

茶叶交易市场销售，收入数万元。

20 多年前的黄连溪村还是另一番

模 样 。“当 时 种 地 看 天 收 ，勉 强 填 饱 肚

子，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担任黄连溪

村党支部书记的陈云介绍。

靠山吃山，必须换个吃法。基于地

形和土壤富硒的特点，芭蕉乡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市

场行情较好、效益更高的良种茶。

“干部扛着锄头，到各个村送茶苗、

送技术，结果碰了不少壁。”恩施州委宣

传部常务副部长杨洪安时任芭蕉乡副

乡长，他回忆道，“有时干部前脚把茶苗

种下，后脚就被村民拔了。”

为转变村民观念，1998 年初，黄连

溪 村 组 织 80 多 名 村 民 代 表 到 外 村 参

观 ，看 到 不 少 乡 亲 种 茶 致 富 、盖 起 新

房，大伙儿深受触动。“村里平地少、坡

地多，种茶比较效益高，又能防止水土

流失。”兰远东说。

当年 10 月，在农技员的指导下，兰

远东在村里率先改种 4 亩良种茶。3 年

后，他家茶园迎来首次丰收。“还没开始

采，外地经销商就来茶园蹲守，等着收

购。鲜叶供不应求。”当时，兰远东种茶

的亩均收入逾千元。

尝到甜头，兰远东把家里其余 4 亩

多 坡 地 全 部 改 种 茶 树 ，村 民 们 纷 纷 跟

进。然而种植规模扩大后，有的村民片

面追求产量，滥施化肥农药，导致土壤

板结、肥力下降，茶叶品质下降。

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

绿色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建立贫困

地区农业绿色开发机制”“推行绿色生产

方式，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优

质特色农产品，支持创建区域品牌”。

恩施州所在的武陵山区，曾是我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近年来，

恩 施 州 坚 持“品 牌 引 领 、绿 色 发 展 ”思

路，推进茶产业全域绿色化、标准化、品

牌化和集群化发展。

据考证，恩施玉露由清代茶商蓝耀

尚在恩施县市郭里黄连溪（即今恩施市

芭蕉乡黄连溪村）所创。2018 年 6 月，在

政府的支持下，兰远斌等 20 多名蓝耀尚

的后人共同出资成立了恩施蓝耀尚茶

业有限公司。

“我们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

经营模式，统一为茶农提供种苗、农资

和技术指导，推广有机肥和生物农药，

对于农残超标、质量不达标的茶叶一律

不收。”负责鲜叶收购的兰远斌说，公司

对 于 鲜 叶 的 种 植 、采 摘 制 定 了 严 格 标

准，需要老嫩一致、大小均匀、叶色浓绿

的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

“按照公司要求种植鲜叶，成本略

高 一 些 ，但 销 售 价 格 也 更 高 。”兰 远 东

说，今年每斤春茶鲜叶最高卖到 100 多

元 ，比 一 般 的 春 茶 鲜 叶 价 格 高 出 一 两

倍。今年春茶开采以来，自家卖茶纯收

入逾 3 万元。

目前，恩施州茶园面积超 180 万亩，

建成国家级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茶叶）

原料标准化生产认证基地 77.85 万亩，

占茶园总面积的 43.3%。

绿 色 转 化 成 效 益 ，好 资 源 转 化 成

好 产 业 ，吸 引 黄 连 溪 村 的 年 轻 人 纷 纷

返乡。“过去，我和爱人在外省打工，每

年回家探亲次数有限。现在回到村里

发 展 茶 产 业 ，不 仅 可 以 就 近 照 顾 父 母

和两个孩子，一年纯收入也有 20 多万

元。”兰远斌说。

突 围
传 承 手 工 制 作 技 艺 ，融

入现代工业设备技术，让一
度濒临失传的恩施玉露迎来
柳暗花明

一片片鲜叶均匀摊放在蒸屉中，经

过 40 多秒的蒸青后，被抛撒在将近 140
摄氏度的焙炉上。86 岁的杨胜伟身着

白色防尘服，双手分别握住一团茶叶，

时而抛撒茶团，时而悬手揉搓……经过

千余次的手工揉捻、整形上光，茶叶变

为松针的形状，吐出清香。

在恩施职业技术学院恩施玉露制

作技艺传承基地，一堂恩施玉露传统制

作技艺课正在进行。作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绿茶制作技艺

（恩施玉露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杨胜伟多年来遍寻当地制茶作坊

和老工匠，逐步复原了这一传统技艺。

“相比一般茶叶制作中的炒青、烘

青等工艺，‘蒸青’是恩施玉露特有的工

艺。它采用高温蒸汽去除鲜叶中酶的

活性，以保留茶叶颜色、提升香气。”杨

胜伟说，经过摊青、蒸青、扇干水汽、炒

头毛火、揉捻、铲二毛火、整形上光、焙

火提香、拣选等工序，制成的恩施玉露

外 形“紧 圆 挺 直 如 松 针 ”，具 有 干 茶 翠

绿、茶汤清绿、叶底嫩绿等品质特点。

2022 年 11 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

就包括恩施玉露制作技艺。

“5 斤鲜叶纯手工制作 10 个小时，

才能产出 1 斤毛茶。过去保鲜技术落

后，农民采下鲜叶后，老师傅经常通宵

达旦地赶制茶叶，辛苦可想而知，稍不

留神就会被烫伤。”杨胜伟边说边向记

者展示满手的老茧和伤痕。

此前，恩施玉露制作技艺一度濒临

失传。“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各地普遍采

用机械制茶，而恩施玉露仍采用手工制

作 ，生 产 效 率 低 ，厂 家 几 乎 停 止 了 生

产。”杨胜伟说，到了 2000 年左右，恩施

市面上流通的基本都是外地茶，恩施玉

露难寻踪迹。

2005 年春，江苏客商张文旗来恩施

考察旅游项目，在时任芭蕉乡党委书记

杨洪安的陪同下参观茶园。张文旗想

尝一口恩施玉露，却找不到店铺。他敏

锐地意识到，商机来了。当地干部也希

望尽快恢复恩施玉露的生产，拓宽茶农

茶叶销售渠道。

双方一拍即合。当年年底，在当地支

持下，张文旗在芭蕉乡注册成立了恩施市

润邦国际富硒茶业有限公司。他一边请

来杨胜伟等 10 多位曾经从事手工制茶

的老师傅，学习恩施玉露的制作技艺；一

边从浙江、江苏等地引进杀青机、揉捻

机、理条机等现代设备，尝试在部分加工

环节替代人工。公司出产的茶叶上市之

后很快被抢购一空，适制恩施玉露的鲜

叶价格从每公斤十几元涨到上百元。

2007 年 3 月，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

对恩施玉露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润

邦茶业成为首家被授权使用恩施玉露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企业。当年 6 月，

恩施玉露被作为代表恩施市特色的“三

张名片”之一来打造，恩施市科技局、发

改委、财政局等多个部门出台政策，为

茶企提供贴息贷款等支持。

有 了 政 策 的 东 风 ，张 文 旗 信 心 倍

增。他投入 1600 余万元，组织华中农业

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开展技术攻关，研发

出恩施玉露加工专用的整形、精揉等机

械设备，工艺水准和生产效率进一步提

高。2009 年 4 月，润邦茶业建成了首条

恩施玉露机械化、连续化加工生产线。

走进润邦茶业车间，只见一台台加

工机械正在全速运转。经过摊青机除

湿干燥的鲜叶通过传送带自动输送到

蒸青机内，机器瞬间升温到 400 多摄氏

度，10 多秒钟就完成了杀青过程，再自

动进入下一环节。

“除最后需要少量人工拣选，恩施

玉露的生产加工基本实现了全流程自

动化。”张文旗说，生产线的单日产能达

3000 斤，效率是人工的 50 倍以上。

近年来，恩施州累计投入 20 亿余元

支持茶企技改扩能。截至目前，全州茶

叶加工企业达 2484 家，其中全电气化制

茶企业 130 家、规模以上茶企 95 家，连

续化、自动化生产线 231 条。去年全州

干 毛 茶 总 产 量 12.3 万 吨 ，综 合 产 值 达

224.4 亿元。

拓 展
补短板、强弱项，畅通流

通渠道，让恩施玉露“飞”出
武陵山

恩 施 州 首 府 恩 施 市 东 南 ，武 陵 山

茶叶交易中心商铺林立，人头攒动，满

载茶叶的货车进进出出。“这是昨晚刚

加 工 的 一 批 恩 施 玉 露 ，批 发 价 300 元

一斤。”湖北硒饮三宝茶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罗永芳给来自江苏的客商邓先生

介绍。

邓先生撮起些许茶叶，放在手里捻

了捻，又将鼻子凑近闻了闻。店员递来

一杯刚泡好的恩施玉露，他抿了一口，

竖起大拇指，当即下单 500 斤。罗永芳

立即安排店员将茶叶打包，并打电话联

系快递公司发货。电话打过去几分钟

后，快递员便来到店里，将打包好的茶

叶装车、发货。

“好茶讲究时效，如果运输时间长、

温度高，会影响茶叶口感和香气。”罗永

芳说，这里距离火车站和机场的距离都

在 10 公里以内，旁边就是华硒物流园，

配套较完善。茶叶发货后，隔天就可送

达全国大部分省会城市。

今年 54 岁的罗永芳，1989 年从原恩

施农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原恩施市茶麻

公司，负责茶叶销售。1999 年她开始自

己办厂制茶。“那时候，许多茶农都是沿

街摆摊叫卖，销路不稳定，也卖不上价

钱。”罗永芳说。

彼时，地处武陵山腹地的恩施交通

不便，“开车到武汉都要两天”。这导致

茶叶外销不畅、价格偏低。

近 年 来 ，恩 施 州 着 力 畅 通 流 通 渠

道 ，让 恩 施 玉 露 更 顺 畅 地“飞 ”出 武 陵

山。宜万、渝利、郑渝等铁路先后建成，

沪渝、沪蓉、恩黔、利万等高速公路相继

通车，武陵山茶叶交易中心、恩施硒茶

大市场、硒都茶城等产地交易市场让供

需对接更高效。

“你喝茶就喝茶呀……”在恩施市

屯堡乡花枝山村直播间里，身穿土家族

特 色 服 饰 的 主 播 邓 玲 唱 着 民 歌《六 口

茶》，吸引了众多网友关注。

“政府每年都会组织专门的茶艺电

商培训班。”恩施花枝山生态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小英说，公司组建了

一个 20 多人的电商销售团队，线上收入

占公司营业额的近一半。

10 多年前，刘小英背着满满一口袋

恩 施 玉 露 ，到 北 京 马 连 道 茶 叶 市 场 推

销，每到一家门店就送一小袋给他们品

尝。一天下来，她跑了几百家门店，双

脚磨出了血泡。这股执着劲打动了一

名来自湖北仙桃的店主，由此打开了北

京市场。

如今，恩施茶商开拓市场的脚步愈

加坚定，政策支持也持续加力。2020 年

以来，恩施州对在重点城市开设恩施玉

露品牌形象店的经营主体，给予最高 20
万元的奖补。迄今，恩施州茶叶企业在

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建起销售店、体验

馆等 755 家。

恩施州还鼓励企业开展直播带货、

发展电子商务等，给恩施茶插上“数字

翅膀”。截至目前，全州建成县级电商

运营公共服务中心 8 个、乡村级电商网

点 1525 个。

线下线上齐发力，自今年春茶上市

以来，截至 6 月底，全州干茶销售 7.02 万

吨，销售总额超 80 亿元。

护 牌
强 化 产 品 质 量 监 督 检

查，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可追
溯、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机制，
加强本地种质资源保护和良
种培育

在电子秤上称取 2 克粉碎均匀的茶

叶样品，添加水、盐包和有机溶剂。用

垂直振荡器剧烈振荡后，再放入离心机

中，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茶叶与有机溶

剂逐渐分离。

走进恩施州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实

验 室 ，工 作 人 员 正 在 检 测 一 批 新 到 的

恩施玉露茶叶样品。草甘膦，未检出；

吡 虫 啉 ，未 检 出 …… 经 过 提 取 、净 化 、

浓缩、仪器分析等步骤，食品安全监督

抽 检 检 验 报 告 单 出 来 了 ，17 项 指 标 一

目了然。

近年来，恩施州强化产品质量监督

检查，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可追溯、市场

准入和退出等机制，切实维护恩施玉露

等品牌形象。

“我们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每年对

恩施玉露等品牌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

销售门店、电商网店等开展两次以上的

随机抽检，结合农业部门现场快检、企

业主动送检，从茶叶种植、采摘、加工、

流通等各个环节把好产品质量安全关

口。”恩施州公共检验检测中心食品检

验检测所副所长谢义梅说。

在恩施市凯迪克富硒茶业有限公

司经销门店，一名消费者正在挑选该公

司生产的恩施玉露产品。用手机扫描

包装盒上的食品安全追溯码，屏幕上立

即弹出实物图片、生产许可证号、企业

资质、检验报告、抽检报告等产品信息

和监管信息。

恩施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商标与地

理 标 志 科 科 长 田 远 波 介 绍 ，如 今 每 一

批 次 恩 施 玉 露 都 有 专 属“身 份 证 ”，实

现 赋 码 运 行 、来 源 可 查 、去 向 可 追 、责

任可究。

2021 年 7 月，恩施州出台《恩施玉

露、利川红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州域公用

品牌使用管理办法》，明确使用恩施玉

露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产品生产地域

范围为全州 6 县 2 市，恩施州茶产业协

会负责该商标的使用、管理和保护。发

现不合格产品经整改后仍不合格、出现

重大安全事故等 10 种情形，将被终止商

标使用许可。

“我们对恩施玉露的品牌授权实行

动态管理，严格落实不合格生产企业退

出制度。”恩施州茶产业协会会长苏方

俊介绍，去年就有两家恩施玉露生产企

业，在抽检中被发现制作工艺不规范、

产品品质不过关而被取消授权。截至

目前，全州共有 107 家恩施玉露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授权企业。

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品质的背后是

品种。“长期以来，适制恩施玉露的茶叶

品种以外地引进的无性系良种茶为主。

如今，这一局面有望改变。”恩施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市茶产业链链长杨帆说。

黄连溪村香花岭，地处海拔 800 多

米的群山之间，一棵棵苍翠的古茶树傲

然挺立。山腰上，一株株春季栽下的茶

苗郁郁葱葱，在雨中愈发青翠动人。芭

蕉乡党委书记朱永恒介绍，目前已从全

乡抢救性移栽、保护了 168 棵本地古茶

树树种，同时建设了占地 150 亩的“玉露

1 号”母本园。

“‘玉露 1 号’是历经 30 多年攻关，

从本地群体种‘恩施苔子茶’中选育出

的恩施玉露专用茶树新品种，具有发芽

早、抗寒性强、高产等优点。”恩施州农

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梁金波介

绍，目前正在黄连溪村试种，下一步将

推广到全州。

近年来，恩施州加强良种繁育体系

建设，从地方茶树种质资源中成功选育

多个特色新品种，茶树良种化率达 83%，

涌现出恩施玉露、利川红、伍家台贡茶、

来凤藤茶等一批茶叶品牌。

“ 茶 产 业 已 成 为 恩 施 州 第 一 大 特

色 产 业 、富 民 产 业 。”恩 施 州 委 书 记 胡

超文说，“我们将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做好茶文化、

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把茶产业

做大做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让 乡 亲 们 的 日 子 越 过 越

红火。”

图图①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绿茶制作技艺性项目绿茶制作技艺（（恩施玉露制作技恩施玉露制作技

艺艺））代表性传承人杨胜伟在示范制茶代表性传承人杨胜伟在示范制茶。。

丁士忠丁士忠摄摄

图图②②：：湖北恩施州一名茶农在查看湖北恩施州一名茶农在查看

茶园茶园。。 宋宋 文文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图③③：：恩施花枝山生态农业股份有恩施花枝山生态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工人在加工恩施玉露茶叶限公司工人在加工恩施玉露茶叶。。

熊建中熊建中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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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恩施州以品牌引领着力湖北省恩施州以品牌引领着力发发展展茶产业茶产业，，8383万名茶农因茶致富万名茶农因茶致富

一片绿叶成就一个一片绿叶成就一个产业产业带富带富一方百姓一方百姓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禹伟良禹伟良 范昊天范昊天 强强郁文郁文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片片茶园层
层绿……

守着家乡的美景，在家门口就能赚到
比外出打工还多的钱，44 岁的兰远斌一脸
惬意。

兰远斌的家，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恩施市芭蕉侗族乡黄连溪村。这
里地处武陵山区，是我国蒸青针形绿茶典
型代表恩施玉露的发源地。去年 10 月，农
业农村部发布 2022 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
计划名单，恩施玉露名列其中。

过去，恩施当地的茶叶品牌不响、销售
不畅，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兰远斌
和妻子也曾辗转广东、福建等地务工。如
今，随着恩施玉露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黄
连溪村几乎家家户户种茶，涌现出 19 家小
型茶叶加工厂，成为恩施玉露重要的原料
基地。截至 6 月底，全村今年茶叶收入突
破 3000万元，人均增收 9700余元。

蓬勃发展的茶产业，吸引兰远斌等大
批青壮年劳动力返乡种茶、制茶、卖茶，也
让曾经的“空心村”产业兴、环境美、人

气旺。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农

业品牌是产业兴旺的重要标志。今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支持脱贫地区打造区域公
用品牌。今年 4 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
发的《支持脱贫地区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实
施方案（2023—2025 年）》提出，塑强 50 个
质量过硬、特色鲜明、带动力强的精品区域
公用品牌，打造 200 个具有一定知名度和
影响力的地域性区域公用品牌，带动培育
300 个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授权企业品

牌和 600个特色优质农产品品牌。
聚焦品种、品质、品牌，统筹发展茶文

化、茶产业、茶科技，恩施州近年来着力做
好茶产业文章。如今，以恩施玉露等品牌
引领的茶产业覆盖恩施州 880 个村，成为
570 个脱贫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
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83 万名茶农因茶
致 富 ，茶 农 人 均 茶 产 业 年 收 入 超 过
7000元。

日前，记者走进恩施，看一片绿叶如何
成就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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